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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医学形成若干问题的讨论

● 焦振廉

　　摘　要　中医学起源于早期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发现与发明。中医学经历了春秋以前漫长
的“前中医”过程，在春秋战国时代阴阳说、五行说和气一元论的指导下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医学。

中医学是指有哲学指导、基本理论、临床手段、专职医生的学术综合体，而“前中医”是指在中医形成

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人们自发的、原始的、没有理论指导的自我保护恢复手段。医学跟巫术终究不

同。医学是由实践而升华出思想的，巫术则是由思想而衍生出活动的。医学经历的过程是：活动—

思想—思想与活动互动，巫术经历的过程是：思想—活动—活动与思想互动。所以，两者始终不是也

不可能是同一的东西。

　　关键词　前中医　中医学　巫术

　　关于中医的起源以及医学和
巫术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讨论。

本文从社会思想文化条件的角度

再作探讨。

１　中医与“前中医”的区别
中医是中国的传统医学。传

统从历史绵延而来，却并非自来就

有。所有的传统都有相对确切的

发生时间。在中医史研究中，砭石

的制作、熨法的产生，乃至神农尝

百草、伊尹创煎药等带有传说色彩

的史事，都是专家们所强调的。从

医学发展的连续性来说，这是自然

而必须的，中医的确是从此起身

的。但如果把中医当成一种完整

的学术，有哲学指导，有基本理论，

有临床各科，有专职医生，那么其

形成时间是要向后推延的。我们

祖先的荒蛮时代使用砭石和原始

的熨法，或用树叶包扎伤口而取得

止血的效果，更大的可能是一种自

发的、原始的、没有理论指导的自

我保护恢复手段，还很难称为“医

学”。医学因为人类对于健康的渴

望而产生。在依靠采集和狩猎的

时代，疾病和损伤之于人类比今天

更加可怕。当时的人们显然需要

医学，却尚不知道医学为何物。医

学是人类的发明，但绝不是人类最

早的发明，甚至可能是人类较晚的

发明。因此，在真正的医学产生之

前，人类经历了漫长的期盼、追寻

和等待。

我们需要区别中医和“前中

医”。中医是指有哲学指导、基本

理论、临床手段、专职医生的学术

综合体，而“前中医”是指在中医形

成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人们自发

的、原始的、没有理论指导的自我

保护恢复手段。两者确有直接的

承续关系，却是不同性质的东西：

中医是系统的学术与科学，“前中

医”是零散的方法和经验。

２　中医形成的时间和条件
　　《黄帝内经》的出现标志着中
医理论的成熟。《黄帝内经》以后

的医学发展状况是比较清楚的，但

其以前的状态则使人们颇费踌躇，

因为还没有太多的直接证据来说

明当时的状况。今天，中医理论乃

至临床的发展仍然是在《黄帝内

经》所确定的框架内运行。那么以

前呢？如果说《黄帝内经》的出现

标志着中医理论的成熟，那么反过

来的意思就是在《黄帝内经》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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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还不成熟或者不够成熟。

不成熟或者不够成熟的理论，是很

难支撑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医学的。

１９７３年，马王堆医书的发现为研
究中国早期医学提供了重要线索。

“马王堆出土医书虽然大都是战国

至秦时代的著作，上至原始社会还

有相当的距离，但是和各种传世医

书比较，相对地在时间上仍然属于

最早期的。”［１］

马王堆医书虽然大多残缺，内

容简朴，却承载着真正的“医学”。

无论是《五十二病方》中的方药，还

是《足臂十一脉灸经》中的阴阳，都

可以证实这一点。因此，中医的形

成至少要早于或者绝不能晚于马

王堆医书成书的时代，亦即战国中

期或早期或至春秋晚期。医学的

历史需要“自证”，也需要“旁证”。

马王堆医书有力地“自证”了当时

医学的实际状况。由于比马王堆

医书更早的医学文献尚未发现，因

而对其以前医学的探究便不得不

借助“旁证”。甲骨文载有人们对

疾病的认识，但“疾口”、“疾首”等

表达的显然还很难说是医学的概

念。１９７３年发现于河北省藁城县
台西村商代遗址中的桃仁、郁李

仁、杏仁、莲子等植物种子，虽然可

能作为治疗之用，但毕竟还不能作

为定论。《左传》对于研究春秋历

史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却是成书于

战国时期的。《左传·成十年》和

《左传·昭元年》分别记载了医缓

和医和入晋诊病的事情，真切而形

象，确有读其文字而见其情景的效

果，但《春秋》原书对医缓、医和之

事并无记载。因此，医缓和医和入

晋诊病的事情在真切中又带有些

许的朦胧。

马王堆医书承载的医学是简

朴的，那么其以前的医学自当更加

简朴，甚至可能简朴得不成为“医

学”。从社会条件看，春秋战国已

是思想繁荣的时代，往前便是殷商

西周的神学国度。至于殷商、西周

以前的情况，历史留给今人的实在

太少。但是，在神学统治确立之

前，一定经历过漫长的既没有神学

也没有“医学”的荒蛮岁月。所以，

如果确认中医是有哲学指导、基本

理论、临床各科和职业医生的学术

综合体，那么它便不可能生发于荒

蛮岁月，在苍茫草莽中采集与狩猎

的人们尚不具备创造医学的条件

和智慧；也不可能形成于神学的国

度，巫师可以借用唯物的治病方

法，却无法也无意支持唯物的医学

理论。中医只能出现于社会经济

有所进步和唯物论哲学已经出现

的时代。医学出现的最低条件是：

社会分工使一部分人可以不从事

直接的生产而成为专职医生；哪怕

是最简朴的唯物论哲学的指导；可

以通过钱财或权利支付诊疗费用

的人群；医学通过某种形式实现教

育和学术传承。在中国，符合上述

条件的最早时代是春秋。所以，中

医是从春秋时代才真正开始成为

一种学术或科学的。

３　医学与巫术的关系
古代的一个“鏲”字，似乎引得

中国的医学和巫术扯上了剪不断、

理还乱的关系。如果可以确定我

们现在所理解的“中医”是春秋战

国时期在阴阳说、五行说和气一元

论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那么姑且

将其以前的医学称为“前中医”，而

“前中医”的历史是可以上溯到荒

蛮时代的。巫术源自早期人类对

自然的无知和畏惧，虽然其出现的

时代也很遥远，但未必早于“前中

医”，因为它需要相当的抽象思维

能力，而后者则几乎出于人自我保

护的本能。所以，在巫术出现之

前，“前中医”可能已经走过了一段

虽然艰难却跟巫术无关的路程。

早期的巫师多是兼职的，因为

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和社会产品的

匮乏不支持专业巫师的出现。殷

商重巫右鬼，并有专业职掌占卜的

“贞人”。“贞人”不仅可以交通人

神，甚至可以干预政治。“贞人”还

在甲骨上留下了当时对疾病的认

识，却不曾真有治疗的手段。西周

较之殷商略重人事，强调“事神保

民，莫不欣喜”［２］，《礼记·表记》

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

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

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

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

焉。”［３］但宗承于商人的上帝神和

周人维新的祖先神仍是意识形态

的主宰。西周之初，武王“有疾弗

瘳”，周公祷天，请求“以旦代某之

身”［４］，却不曾求医问药。《五十

二病方》中有这样几首“方”值得

注意：

“一方：祝疣，以月晦日之室

北，磨疣，男子七，女子二七，曰：

‘今日月晦，磨疣室北。’不出一月

疣已。”（疣病方）［１］

“一方：消石置温汤中，以洒

痈。”（痈病方）［１］

“一方：贲礢：‘伏食父居北塞，

母居南?，同产三夫，为人不德。’

已。不 已，青 傅 之。”（蛇 咬 伤

方）［１］

第一方是巫祝术，第二方是医

疗方，第三方则医巫杂陈。施治者

要先念动咒语，如果痊愈便罢，如

若不愈，则要“青傅之”。“青”是

空青，一种矿物类的中药，在这里

成了巫术的后盾和补充。

巫术曾借重药物等手段，但药

物等手段在巫师手中是不可能成

为医学的。由于《五十二病方》医

巫杂陈，医学与巫术在当年的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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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似乎有了直接的证据。但是，

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医学与巫术

在当时人们的心中都是祛除疾病

恢复健康的手段。施于同一对象

的两种手段，可以来自一个系统，

也可能来自两个不同的系统。施

治者可能是懂得巫术的医生，也可

能是懂得医学的巫师，但无论如

何，用“青傅之”和念动咒语都不会

是同样的东西。在用“青傅之”时，

他所念所想的是“青”的疗效，在念

动咒语时，他所念所想的是导致

“疣”的精魅。在当时，“前中医

学”的步伐不能不是艰难的，道路

不能不是曲折的，付出的努力也不

能不是巨大的，而取得的成绩却不

能不是很些微的。但是，即使粗略

得让今人看来可笑可叹的医学，也

从来就不是巫术；即使医学性质的

治疗方法跟巫术性质的禁法咒语

出于同一部书或者同一个人，巫术

和医学也还是两种东西。

“前中医”是在生活与生产之

中因实践的过程而发生的，如砭石

和熨法；巫术是在生活与生产之外

由心灵的活动而产生的。医学是

由实践而升华出思想的，巫术则是

由思想而衍生出活动的。医学经

历的过程是：活动—思想—思想与

活动互动，巫术经历的过程是：思

想—活动—活动与思想互动。所

以，无论医学和巫术在那个时代因

为疾病和健康的需要而发生了多

么复杂的关联，两者始终不是也不

可能是同一的东西。

《五十二病方》医巫杂陈，说明

了医学与巫术曾经的关联。巫术

甚至可以是当时医学的温床，因为

巫师们需要或在找寻能够支持自

己的各种方法。当然，“前中医”的

方法未必均为巫师所用，一些巫师

未曾染指的方法也在辗转传续中。

因此，在那个远去的时代，“前中

医”的步伐是艰难的，却一定在延

传、丰富与发展中，并终能穿越漫

长的岁月走到了思想大解放的春

秋战国时代，成为唯物论医学崛起

的基础。

春秋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

时代，西周典章制度在兼并战争中

失去了当年的庄严。春秋后期，孔

子首创私学，引导了思想领域两百

多年的持续繁荣。先秦诸子虽持

论不同，但没有一家跟巫术有太多

的关系，孔、墨虽不排斥鬼神，但更

强调人事。在风起云涌的人文思

潮中，曾经风光无限的巫术终于开

始退却，历经艰辛的“前中医”则找

到了可以指点自己进步的利

器———阴阳说、五行说和气一元

论，从此走上了理论化与系统化的

轨道，发展成为今天我们所理解的

“中医”。但是，巫术没有也不可能

即刻消失，巫术仍然拥有相当的影

响力和吸引力，司马迁将“信巫不

信医”［５］列为“六不治”之一，说明

当时确有因病而求于巫师者。即

使是在今天，少数地区仍有巫术的

踪影，但是其与医学的关系则已截

然两断。因此，中医学至晚在春秋

战国时期已成为一种独立完整的

医学科学，并一直为中华民族的繁

衍昌盛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今

天尚然提出“中医巫术论”者，如果

不是出于一种很让人费解的感情，

便是对历史的短视或无知。

综上所述，中医学起源于早期

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发现与

发明。“前中医”经历了漫长的积

累过程，在春秋战国时代阴阳说、

五行说和气一元论的指导下发展

成为一种系统的医学。医学和巫

术在过去的时代的确有过复杂的

关联，两者始终不是也不可能是同

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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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内经》有感

黄志华　河南省南阳市张仲景国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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